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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整心态，灵活应对

高考试卷中有易有难，遇到容易题，

要认真对待，不可因粗心而丢分。遇到

难度较大的题，要保持冷静，分清运动模

型，能做多少做多少。把知道的必要公

式写到试卷上去，示意图也画上去。

2. 合理安排答题时间和顺序

7道单选，按顺序做下去，每题不超

过两分钟，一旦两分钟没进展，先跳过

去，实验题每题在5分钟之内，计算题每

题在10分钟左右，根据时间和难易程度

适当舍弃。不要在一题上花太多时间而

影响其他答题时间。

3. 答题要规范，字迹要清晰

高考阅卷较严，字要写清楚，不可

含糊，计算题要注意规范，文字说明、主

要公式、数据、单位，每部分不可缺，每

小问之间要隔开一点。

4. 读题慢，审题准，做题快

读题要慢，把握关键字句，会提炼

题中隐含条件；审题要准，能根据条

件判断要用的物理规律，选准解题方

法；做题快，题目清楚后，要尽快理清

思路，写出公式，画出示意图，细心完

成运算任务。

如有条件，在临考之前，应加强解题

规范演练。具体做法：可找最近两年高

考试题或老师给了评分标准的试题进行

演练，先有意识地按照自己认为规范的

格式进行解答，然后再拿出评分标准对

照、揣摩，明确哪些是得分点，哪些是自

己的失分点，力求把握求解书写的重点

所在，做到能全做的题目一分不丢，不能

全做的题目争取多拿分。

省城名师传授高考复习技巧

注意研读考纲 加强规范演练
高考进入最后倒计时，考生如何才能有效利

用剩余的30多天时间？冲刺阶段的复习应该注

意哪些细节？哪些知识点应该重点关注？针对

考生关心的问题，省城名师昨天传授考生如何踢

好“临门一脚”。 记者 桑红青

复习重点

找出问题和不足才能对症下药
有些考生在两轮复习后甚至不知道该

做些什么，每天低效率地看书做题，不惜选

择熬夜、疲劳战，换来的是焦急、疲惫、精力

差、打瞌睡、记忆力差、注意力不集中。高

考犹如战场，考生想打胜仗，需要“知己知

彼”，不仅要知道自己有没有真功夫，还要

充分了解“对手”，那就是高考的具体要求。

1、认识“自己”，考生需要尽快摸清自

己的实力、找出问题和不足，对症下药

考生可以结合《考试说明》给出的考试范

围，通过系统梳理、反复锤炼，构建成熟的主

干知识网络体系；通过对做过的习题归类，总

结相应的答题模式；就错误的答题找出原因，

是粗心还是知识缺陷，想出具体解决办法。

2、了解“对手”，考生要清楚高考考查

的是综合能力

只死记硬背知识不行，要注重对知识的

理解和迁移运用。考生就《考试说明》中的考

核目标和要求，有意识地将“获取和解读地理

信息；调动和运用地理知识、基本技能；描述

和阐释地理事物、地理基本原理与规律；论证

和探讨地理问题”等能力体现在具体的审题

和答题中。考生一定要从题目所给的材料中

获取信息，调动运用自己的储备（知识、技能），

描述地理事物的特征、分布，阐释地理原理和

规律，探究具体的地理问题。

地理：不能只靠死记硬背
合肥一中 倪虹忠

迎考建议

要把最好的状态调整到高考期间
1、回归课本，理清思路

对有些原理概念理解不透的，对地理

事物空间分布掌握不准的，要通过读课本、

地图来加以巩固，但并不是要通读课本，自

己觉得不熟悉的、不能够理解的内容、平时

遗漏的知识、不被重视的知识，要认真看书

加以记忆和理解。考生要将所学的地理要

素、地理规律和原理统统“落地”（落到特定

区域），可结合某个区域，再现大气、地形、

水、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和人口、城

市、工业、农业、交通等人文地理要素的特

征和分布，并思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渗透

整体性原理和人地关系思想。理清课本知

识结构，如气候知识结构包括：因素、要素、

特征、类型、分布规律及地区、气候资源、气

象灾害、气候评价、气候与其他自然要素的

关系等总结规律（地理分布规律、运动规

律、变化规律）等。

2、注重技能，提炼方法

考生要能运用心理地图进行简单的地理

空间定位，熟练掌握区域图、等值线图、统计

图等各类图表的基本判读技能，对模拟试题

中的一些错误深入分析，剖析命题意图、确定

解题思路与答题关键，掌握一些应考策略，总

结各种题型的解题方法。如分析气候特征可

从气温和降水两个要素定量分析（气温高低、

降水多少）和定性分析（季节变化）；评价工业

的区位因素可从土地、水、原料、市场、劳动力、

政策、交通、动力、科技、环境等方面进行有利

和不利分析。

3、研读考纲，提升能力

《考试说明》是高考指南。高考“能力

立意”使命题更加注重情境（材料）、设问能

体现综合能力的考查，这就要求考生在审题

时一定要读懂题目所给的材料，从材料中获

取“有用”、“关键”的信息，切忌不看材料，不

依据材料，凭借自己的印象和感觉答题。考

生可有针对性地选择一定量的习题进行训

练，培养审题的能力，强化答题的技巧，提高

语言的表达能力等。如审题要读懂题目，清

楚题目问什么，给了哪些条件（包括图示信

息），将条件与问题建立正确联系，提取信息

并进行加工（综合）；答题要条理清晰（主要

的写在前面，次要的写在后面），表述准确，

具有一定逻辑性，书写要规范，可以序号化，

要保证卷面整洁，使阅卷老师一目了然，产

生愉悦之感。

此外，考生要注意合理安排自己的学

习和生活，合理膳食，增加营养；充足睡眠，

保证精力；适当锻炼，增强体质；放松心情，

增强自信。要把最好的状态调整到高考期

间，使自己能发挥出最高的水平。

复习重点

关注考纲微调和变动的部分
1.关注考纲变化 ，建立知识体系

在熟悉《考试说明》的基础上，重点

关注考纲上的微调和变动的部分，并在

复习中落在实处。如新增的光学部分，

交流电的产生和电学实验的仪器选取

等。在回归课本时，不是读课本，而是打

开课本的目录，对每一章节涉及的原理、

公式、基本题型、书中演示实验以及课本

中的思考与讨论等内容，边写边回忆边

反思。基础较好的学生要把前后知识串

联起来，以点挂面。如力与运动部分，可

以将直线运动、曲线运动、圆周运动、天

体运动、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运动等串

联一起。基础不好的同学可先借助课本

目录回顾知识线索，再对不清楚的部分

仔细阅读，一节、一章、一本书看完后再

梳理一遍知识结构，后期的重点是把基

础搞透，这样在考试中确保70%的基本

分不丢。

2.做好查漏补缺

做题是训练能力，复习是巩固效率，

做题过程找问题，通过复习对问题进行

归类、梳理、反思，检查有无遗漏，复习要

有规律，做题不能停，但不要太多，要多

总结，要在做题中把知识串联，以点概

面，通过复习做题建立物理运动的模

型。如直、曲线运动，天体运动，简谐振

动，类平抛运动，圆周运动等模型。根据

题中模型特点，确定解题思路及选定的

物理规律，要灵活运用牛顿运动定律，功

能关系及动量关系解题；计算题是物理

试卷中的关键题，分值高，读题时先确定

题中物理模型，再确定解决这种模型用

到的规律和知识。

3.关注课堂，吸取精华

后阶段以讲练为主，课堂上要认真

听老师对试卷的评讲，关注如何去建立

物理模型，怎样入题，如何分析题，如何

把前后知识串联起来进行迁移。要从教

师对典型例题的精讲和分析中，感觉填

空题、实验题和计算题三类试题的解题

方法。课下针对自己的实际，对之前的

错题本，及考过的试卷有计划的复习，现

在不要再去做太难的题。

4.做到心静、心净

临近高考，大家首先要从心理上

平静下来，千万不可慌张，心静才能根

据自己的情况有条不紊地做好后期复

习，心净才能在复习中排除一切干扰，

仔细回忆知识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心

境好才能有好心情去应对每次模考

和进行反思。

物理：关注考纲变化
合肥一六八中学 尹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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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考前应加强解题规范演练

制图 张杰


